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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生活习惯变化产生的不适应性。在平房时形成的

生活习惯并不适应社区楼房。尤其平房小院的消失带来的

不便利性从而产生的行为，如在社区草坪洗地毯、地下室

堆放杂物等，在社区内都被视为不文明行为，进一步加剧

了各民族之间的不理解甚至导致了矛盾冲突。

6、家族势力对居住格局的影响

石河子镇在居住格局方面，家族式的聚居居住也是一

种主要形式。家族式的聚居对石河子镇的民族交往也产生

了一定影响。在石河子镇特别是在个别行政村，存在家族

势力和阿訇阶层这种非正式权力。虽然如今在石河子镇阿

訇对穆斯林的作用正在逐渐淡化，但是这种非正式权力对

村里事务影响依然较大。

一是居住地的优先选择权被家族势力影响。家族势力

较大的占据村中交通便利或临街位置居住，并以家族年长

者居住地向周围扩散。

二是家族势力影响外来人口居住地。村外来人口居住

选择上因为历史时间关系，无地可选，只能远离村中心。

同时在有临近街道并能产生商业行为的村落，家族势力依

然影响着外来人口居住地的选择权。同时，家族势力常常

影响到村委会成员的选举。时常会引起各民族和家庭的不

满情绪和心理失衡，对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十分不利。

优化居住格局，促进民族交往

1、加强行政管控能力，优化居住格局

相 互 嵌 入 式 的 居 住 格 局 不 仅 能 够 增 加 不 同 民 族 间 相

互了解的时间条件，同时也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条件。嵌入

式居住格局缩短了空间距离，能够拉近各民族之间的心理

距离。垂直性的住房结构对民族交往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

响，但从空间距离上讲更具有空间条件。

一是有序推进平面居住格局向垂直性住房格局转变。

石河子市作为兵团城市，土地面积局限性十分明显，垂直

性居住格局的发展趋势依然不会改变。但应本着有序、有

度和持续的方式推进居住格局转变。优先对离市区较近的

村落进行居住格局改造，将人口向市区进行引导。对远离

市区的村落进行有序推进，建立集中征迁户居住区，对在

市区购房者进行多项补贴，进一步提高各民族相互嵌入格

局的深度。

二是提高行政倡议有效性，优化居住格局。石河子市

和石河子镇缺乏调整居住格局的政策和法规，但是国家和

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是最有效力的调整居住格局的参照。

国外不少国家对本国不同民族、种族在一定区域内的居住

比例都是有明文规定的。虽然学术界已将此问题提出，并

开展了理论与经验研究，提出了解决的对策。例如在政府

主导开发的保障性住房中，注重不同民族居民比例的协调

安排。对房地产开发商在商品房的开发、销售中，同样有

类似的刚性规定等等。但在实际操作中政策制定存在敏感

性、政策执行存在困境等诸多因素，所以在杜绝“民族楼

栋”和“民族单元”问题上一直处于倡议和引导阶段。不

可否认，倡议和引导远没有政府通过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进

行干预与调整的力度大、效果好，但应充分考虑倡议的有

效性，达到优化调整居住格局和民族比例，从而杜绝“民

族单元”的出现，更好地实现各民族之间嵌入式居住格局

的形成。

2、努力打破历史格局，优化交往渠道

由 于 城 市 发 展 、 城 区 规 划 、 道 路 改 建 等 因 素 ， 石 河

子镇仍有部分远离市区的行政村未展开上述工作。这些行

政村居住的少数民族居民较难与其他民族开展广泛的社会

交往。因此，如何疏导、安置这些居民，打破历史居住痕

迹，改变他们目前居住隔离程度较高的现状，应成为当前

重点考虑的问题。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：

一是选址重建，优化空间布局。旨在打破家族式聚居

和宗教世俗化聚居居住结构。合理化分配清真寺布局，既

满足群众正常宗教需求，又不过多过度。

二是原址重建，引导人口向城市流动。对无法进行集

中管理的行政村，首先考虑将非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聚居；

其 次 规 范 宅 基 地 面 积 ， 腾 出 必 要 空 间 ， 修 建 公 共 文 化 设

施，为各民族交往创造必要空间。

3、明细公开房屋布局，优化管理方式

统计各族的人口数据、分析各民族居住分布和格局，

是梳理民族关系，发现矛盾隐患的重要依据。但是，在此

次调研中发现，石河子镇下辖的9个行政村对本村的人口数

据与居住格局的掌握与分析意识都有所欠缺，甚至缺失相

关数据。

一是提高基础组织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。确保基层民

族工作有人懂、有人抓，提前预防化解风险隐患。大力提

升基层干部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，打牢马克思主义民

族理论基础，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。

二是梳理历史数据，强化网格化管理。首先，要做好

人口管理工作，建立人口管理数据库，对村人口变化进行

实时管控。其次，要梳理历史数据，对人户分离情况和近

年来人口流出情况建立档案资料。最后，要明细化村级行

政区划图和房屋布局图，着重化解解决土地和宅基地引起

的村民之间矛盾，规范经济行为和私搭乱建行为。

4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，优化文化嵌入

一 是 转 变 管 理 模 式 。 石 河 子 镇 部 分 行 政 村 已 经 实 现

了社区化管理，“村改居”的过程中管理模式没有发生转

变，旧式的管理方式依然存在。在社区化管理下，公共空

间更多，公共服务平台搭建水平需要提高，尤其在引领建设

各民族团结的文化阵地建设方面，要有新作为和新突破。 

二是提高文化供给水平。群众自发的文体活动广场文

化较为浓厚，但是社区指导下的文化供给依然不足。开办

民族书社、组织民族合唱团和组建民族团结大舞台等旧式


